
典型案例 2-立足岗位、校企联动开发课程

一、实施背景

2015 年，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被确立为教育部首

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，2016 年，石化生产与储运技术专业

群成功申报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业群项目，在现代学徒制试

点背景下，学校开展示范性特色专业群项目建设以现代学徒

制试点为契机，强化了校企双主体育人，积极探索人才培养

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。基于企业岗位工作内容，校企“双师”

共同开发系列项目化课程及教学资源，以全方位、多样化的

教学要素来保证教学内容的落实，开发了《催化剂的使用》

《酯化反应》《预缩聚》等系列课程资源。课程资源的开发

和使用情况表明，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、学校和企业

的资源共享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从专业教学标准、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改革着手，系统

构建“学校课程+企业课程”的课程体系，校企合作开发系

列项目化课程及教学资源。

三、工作过程与成果

1.根据企业岗位需求确定专业培养目标

为使调整后的专业定位准确，课程设置更为合理，从

2016 年 1 月“珠海华润班”成立开始，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

干教师先后多次到珠海华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系统调

研，多次召开了由企业人力资源部、各分公司经理和工程技



术人员参加的座谈研讨会；专任教师利用在企业实践的一个

月时间加强学习，并与公司各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密切沟通，

有效对接了相关的技术部门、岗位，明确了专业培养目标。

图 1.校企专家座谈会、校企专家现场沟通交流

2.结合典型工作任务构建专业课程体系

课程体系以专业培养目标和企业“化工工艺操作、化工

分析操作、DCS 操作、公用工程”等四大岗位需求为原则，

融职业素养、人文素养教育于人才培养全过程，重点突出职

业技能和职业素质，培养工匠精神，通过岗位分析、工作任

务导向、职业能力培养等流程进行课程体系构建，在专业核

心课及拓展课构建了“平台+模块”的学徒制课程体系。



图 2.专业教学计划表、教学进程安排表

图 3.专业教师赴企业现场给学生授课

3.基于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，修订专业课程标准

校企共同分析岗位能力要求，统筹规划教学内容，合理

规划现代学徒制企业课程，从岗位认知、岗位轮训、职业体

验、岗位训练等各个层面来安排认识实习、基础课程、专业

核心课、专业拓展课、顶岗实习的教学内容和要求，对《高



聚物生产技术》、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技术》、《石油化工安全

技术》等 7 门专业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和完善。

图 4.修订后的部分专业课程标准

4.校企合作开发系列项目化课程资源

对照全新的课程标准，结合企业岗位实际编写项目化教

材，打破原有按章节编写的局限，以全方位、多样化的教学

要素来保证教学内容的落实，着力结合企业的实际工作任务

（案例），将新方法、新内容、新规范、新标准等编入课程，

开发了《催化剂的使用》、《酯化》、《预缩聚》、《终缩聚》、《热

媒系统》、《固相缩聚》等 8 门具有行业特色的校企合作项目

化课程教学资源。



图 5.开发的系列课程教学资源

图 6.课程教学资源开发现场咨询协调会

通过建立和完善由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协调，企业岗位技

术人员主持、学校主讲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资源开发的机制体

制，校企合作开发了 8 门具有行业特色的校企合作项目化课

程教学资源，3 本基于实际工作过程的工作手册式教材，将

企业真实生产项目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等内容纳入课

程体系，将企业各岗位工作内容融入了课程资源建设。通过



校企共建共享课程教学资源，双导师共同授课，学徒所学内

容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，学生的实践能力、职业岗位适应能

力和技能水平得到了逐步提高。

四、主要成效

在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背景下，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和

课程的开发，均由校企共同完成，做到了岗赛课证融通。将

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，融入人才培养方案，通过专

业基础实训、单元实训、综合实训、生产实训、顶岗实习“五

阶段”递进式强化学生专业操作技能；将岗位实际的工作项

目、任务与教学内容对接，重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，强化

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应性；将学生职业技能竞赛训练与教

学课堂对接，提高教学标准、突出教学重点，提升整体教学

质量。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各级别专业技能大赛，以

技能大赛为载体，以赛促学，以赛促练，以赛促成长，充分

调动学习的主观能动性，培养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思维，强化

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，提高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。

例如：2019 年在石化工程学院举办第三届大学生技能大

赛，包括化工总控工和化工分析工两个分赛项，参赛对象涵

盖了学院所属的石化、分析等 5 个专业的学生。学院将教学

改革的研究成果贯穿于课堂教学和技能竞赛，得到学生广泛

认可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专业技能竞赛，班级学生初赛平均

参赛率达 82.5%，其中部分班级学生全员出动参加竞赛，参

赛率高达 100%。参赛学生经过系统培训和强化训练，其理论

知识，仿真操作和现场实操水平均的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，

参加职业资格证的考核鉴定，通过率达 100%。



五、体会与思考

学校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极大的促进了校企深度融合，

有利于突破校企合作过程中的难点问题，促进石化生产与储

运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能够紧密对接地方区域经济和石化产

业，及时了解石化行业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，有效服务

石化产业转型升级。其特色在于工学结合，优势在于资源共

享、互补共赢，为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了保证。开发适应学

徒制教学的优秀课程，需要高职院校、企业和行业等多方的

合作与支持，让来自企业一线岗位的中、高级技术人员真正

参与课程开发，课程内容才能贴合岗位实际，才能体现高职

教材的科学性、职业性和实用性，才能实现与产业（企业）

需求无缝对接，实现员工入职零适应期。


